
歹宝岳水利恙

罗定县水利电力局编

一九九。年五月



陈汝t甲 ．主壕

罗定县水利电力局编

1
■

J，

t，≯d¨：扣}t臂．^，

$

氧一目∞

_．{；．1，_自ll

一．∞

*!■-■■__I．．

“8．-0_i：一，；!目：m
t—m

沁薯墨，

：j瓠，·J

、嘻t●博-：：一
．



《罗定县水利志》编纂领导小组

’ i ．

组长： 陈海顺． ．

＼

’

’

副组长： 一+梁中 何景泉
’

编撰： ‘陈汝甲
’

采访： 陈汝甲 许高生 ，李均汉

． 核‘对： -陈汝甲 许高生
， ●

制 图：

摄影：
：

，

g

审修：

审 定：

书名题字：

{

j

欧恩．

陈守东 陈庆林

陈汝甲 +梁中

陈海顺

陈汝福(县长)

7



在深化水利改革的进程中，《罗定县水利志》‘编辑组以认真负

责的态度，甩了一定的时间，深入调查研究，经过搜集，整理，核

1实资料，反复修改，编纂出农罗定县水利志》，这是盛世之举·对

此，我谨向县水利志编辑组同仁表示祝贺，并向罗定县人民以及水

利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o ’，

《罗定县水利志》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把该县有史以来的水

利建设历程，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利水电建设取得的辉‘

煌成就记载下来。它雄辩地说明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，没有社会主 ．

义，罗定县水利水电建设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业绩。

罗定县水资源不算丰富，人均占有量为全省66．7％，．为全国的

88．1％，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数，且时空分布不均衡口历史上是一个

苦旱地区。

建国前，由于社会阶级和时空的局限，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水

利建设，只能建一些分散而简陋的小型水利，主要是靠堆(木)石

陂圳、山塘、水车，水井及山溪自然水灌溉农田ll万亩，仅占全县

耕地面积的20％，其效益甚少o

建国后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，人民当家作主，真正开始了治水
’

’

的新纪元。罗定历届县委、县府对水利工作十分重视，领导全县人

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，遵循毛泽东主席．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殄
’

的教导，依靠社会主义集体力量，．组织发动全县人民，发扬自力更

生，艰苦奋斗的精神；广大水利技术人员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，苦

干加巧干，进行大规模的水利水电建设，建成搿引太灌金辨等六个

流域的“引蓄结合，长藤结瓜"的灌溉网。与此同时，还实行山，

水，林，田，路综合治理，建成素龙镇杨桥水土保持站、八稔山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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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保持综合治理林场，并开展华石乡寨脚等9个小流域的水土保持

综合治理工程。全县建成一批灌溉，防洪，发电多功能的水利体系

和独立电网。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、方针，政策的

指弓【下，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建设大大推向前进，创造了不朽的业

绩。罗定县在大力开发利用水资源的同时，加强对水利水电工程的

管理养护，做到开发利用与管理养护相结合，比较合理、全面地开发

水资源，使县水利水电建设又开创了新局面。根据1985年统计，全县

有效灌溉面积45．4l万亩，占耕地面积87．7％，治理水土流失面积

166．2平方公里，占水土流失面积49．2％，改造低产田11．44万亩，

占低产田面积80％，水(火)力发电装机容量3．199万千瓦，完成

云浮稔塘至该县中心变电站110干伏线路，．把县电网与省大电网接

通。使全县城乡九成以上住户都用上了电。

治水起了翻天复地的变化， “十年九旱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，

1985年该县稻谷产最达4．7亿市斤，l：l己t9so年增长2．9倍。使全县人

民告别了千年饥饿的历史，并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迈进。随
着四化建设蓬勃发展的需要，对水的兴利除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
也促使水利工作步入依法治水新时期o

《罗定县水利志》还注意了时代性，现实性，它除对历史各个
胁阻韶雨I韶由凌滔的士匿娃征 出群 欲赂翻-：b&-；fli筻胎了垢雨曲：了
●／●'^’ ·●● ’ o，-∥’··●—一^-●p’ ，．，、似U’—山．J二▲●‘’1^掣● ’J ●- o wu^r’-40，U

述，。还提出了该县在开发利用水资源中存在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。

一是l水资源潜力很大，还可充分利用。二是，还有271平方公里

的水土流失面积急需进行治理，保持水土，生态平衡，涵蓄水源，

使水资源永续利用。这都为制订今后开发利用水资源，进行水利规

划和建设，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实的科学依据，为后人留下一份珍

贵的资料。

’罗定县党政军领导、干部职工，工程技术人员，人民群众，在

＼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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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水过程中，在与水旱灾害斗争的艰苦岁月里，为水利水电建设作

出了贡献。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他们的英雄业绩和献身精
神永存，是人们学习的好榜样o’

‘

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。罗定县水利水电建设已打下坚实的基

础，水资源潜力还很大，前景可观。罗定县人民必将描绘出新的蓝

图，谱写出新的篇章。

余 湘

1990年2月

注。余湘，广东省台山县入，建国初在西江专署、粤中行署工作期间，带工作组

来县长驻协助水利工作。1954年调县工作后，同年12月起，先后任县水利科(局)副科

长，科(局)长，1965年12月任县人民委会副县长，分工兼管水利，1975年11月调肇庆

行署水电局任副局长，1988年退居二线后任市水利志编委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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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二

罗定县地处粤西山区，罗定江(又称南江、泷江)横贯县内，

境内山峦起伏，地形是东西长南北窄，地势西南高东北低，属低山

丘陵区。历史上有“十年九旱"之称，三天不雨，赤地生烟，大雨

则山洪成灾，既易旱又易洪，水土流失严重。因此，要发展农业，

首先兴修水利。

本县水利建设虽有悠久的历史，但建国前所建的陂圳是临时

性，陂圳、蓄水塘坝、提水天车数量甚少。民国时期，太平人民曾

发起修建磐石圳(引太工程前身)，已进行筹建并成立了水利会，

聘请县建设科测量，局部渠段动工，由于多方因素未能建成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罗定县人民遵循党中央毛泽东主席

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"的教导，在中共罗定县委，县政府领导下，

修水库、建陂圳、整治河道、办电站，建成了一批水利水电工程，

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并积累了事富的经验。全县水利设施基本上形

成以引太、引沙、引泗等六宗引水工程(特别是“引太灌金")o

山洞、湘洞，金银河、罗光四宗中型水库为主体的“引、蓄、提、

电”相结合的灌溉工程体系。并建成了以小水电为主，火电为辅、

相互沟通、自成体系与省电网联接的独立电网，城乡九成以上住户

用上J电。伺J哒仳小币U小电恢胞，个1旦以，义J夕比—厂平儿革Qqll'
⋯ ． ， ．．． j

⋯ ⋯o ‘ · ⋯· ⋯一⋯_ '一 ，， t h ● H

的面貌，而且对繁荣经济、发展工农业生产、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

平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在故乡这块苦旱的土地上。我近十年多受命从事水利工作，过

去虽未躬亲其事，也略知其梗概。目睹这些，兴利除害，造福人

民，实感欣慰。然而也由于“左"的错误干扰，加上经验不足，在

建设中也有少数工程质量较差，给工程管理增加很大压力。对其正



反两个方面的倩况如实记载，为当今水利建设提供历史借鉴，为后

人留下宝贵精神财富，为进一步探索水利建设规律，振兴罗定水利

很有必要o ．．：：
一

．

。遵照上级水利部门的指示和县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的要求，罗定

县水利电力局决定编篡‘罗定县水利志》，作为地方中的一个专

志。本志以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以‘关于建国以来的

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为准绳，贯彻中共十三大精神，坚持四

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，详今略古、存真求实的原则进行编写o
。

在水利水电建设中，功绩卓著者，层出不穷。已故者，立传入

志I健在者，则’“以事系人”记述入志，以达到“存史，资治、教

化黟的目的口

本志编修过程，人少事繁，编撰者又承担有其它突击任务，二

易其稿，无疑倾注着编撰者的心血和改革精神。承蒙广大干部、

职工及各界人士热心支持，成全其事，尤为可贵曩 ．’

陈海顺

1990年2月



凡 例
； 一， <罗定县水利志》是以马列主义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‘以
《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>为准绳，用

“新观点，新材料，新方法力编纂的专业志，力求达到思想性，科
学性，资料性相统一o

二，时间上限为公元1 3 5 0年(简称一律不注公元)，下限至

1985年·未注时间均为1985年资料。有些水利事项，未受断限的限
制。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，取事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。

三，历史纪年。民国以前按习惯用法记述，在括号内注明公元

纪年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一律以公元纪年。

四、本志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权，一般按习惯称呼，文中“县

委"、“党委"、“党支部纱。均为中国共产党组织。建制机构按
当时名称书写，如县人民委员会，县革命委员会，县人民政府，公
社、大队、生产队，区、乡、村，乡、镇、村民委员会等。涉及职
务时，按原称谓。

五，全志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。引用史料，并注明出处。文字

及标点符号，以《新华字典》为准。文中的数字表述，灵活采用汉

字和阿拉伯字，以合乎习惯、方便阅读，节省篇幅为原则。

六、志中地面高程除注明外采用“黄海”高程。计：置均以公

制，即用吨、米、毫米，公里表示。但田亩、产量，农副产品之重

量，按照习惯，采用市制。
士★士南咖诧竹 奔地 日胁曰洳-HI-：葡I非八L饺一I．士
o’ ，-·，o·●1．u∥、／111口’ 十、 ●_’ H H一，“V、J II一／．J' 六／’， LJ删一 I ／、

章七十五节，采用横排竖写的形式记述。随文配以图、表，照片、

附录，附考、存文。并有序、凡例、概述排在前，大事记排在后。

八，1949年以前历史资料多为水旱灾情之类．其它水利大事记
载很少，故放在篇、章，节内记述。大事记，只从新中国建立后记
至1988年o 、

九，本志所说“建国"前后，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。
十，本志引用的资料。大部份出自县档案局和县水电局资料，

部份为有关单位和口碑资料，并做了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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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定县位于广东省西部，北连郁南县，东邻云浮县，，东南与阻

春县相接，西南与信宜县相连，西北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。地处

东径1110031——111052P，北纬220251——220571之间。县内东西

长85．8公里，南北宽58．8公里。总面积2347．5平方公里，其中耕地

面积54．27万亩(水旱田41．59万亩，旱地12．68万亩)·辖23个区1

个区级镇，280个乡，总人12179．83万人，其中农业人1：：173．65万人，

县人民政府驻罗城镇，境内交通方便o
‘

罗定县是半丘陵，山区县，地势西南部高向东北倾斜，西部及

南部边缘属云开大山山地，东部兼有高亢的岩溶地藐，中部北部为罗

定盆地，盆地内多为被河流切割较为破碎的低，中丘，海拔80一1lo

米之间，南部有狭长的断层平原和较宽的台地，海拨约100米，整

个地形呈一个向东北面开口的箕状盆地。最高山峰位于分界区与信

宜交界的龙须顶，海拔1327米。海拔超zooo米的还有扶合区的云盖大

山，鸭兜山，亚婆髻，都门区的木兰顶，加益区的大芒顶，罗镜区

的三叉顶和三文顶，船步区韵八排顶，太平区的不忧顶等10个山

峰。境内山地占4l％，丘陵占40％，小平原占19％。山区土壤多属黄

土，表土层较松，富含腐植质，底层呈棕黄色，湿润而粘，多是中

性反应，植被大多是草木植物，蕨类或针叶树林。丘陵地区属红壤

土，质地较粘重，带酸性。平原地区多是冲积土，沙质较多，土层

深厚肥沃，适宜作物生长。全县大部分耕地适宜种水稻，小麦、薯

类，花生，大豆、黄麻，黄烟，蚕桑等o? 一

’

境内1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11条，．自西南，西北流入罗定江(又

名南江)。罗定江属珠江水系西江干流的一级支流，主流全长20 l

公里，其中罗定县境长81公里。上游自信宜县流经罗定县太平，罗

：；；；．髓|一翁．

：巴，露翟缀

，：

}；；：

；：



镜至双东11个区(镇)，再经郁南县的6个区(镇)由南江口出西

江。罗定江流域总面积4493平方公里，由信宜县、阳春县流经罗定

县境的集水面积791．3平方公里，罗定县境为2220．5平方公里，占

罗定江流域面积的49．4％，占全县总面积的94．6％。

罗定县河流众多，其中罗定江流域的支流交错汇入主流集水面

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二级支流有7条；罗镜、新榕、连州、泗纶、

替滨，围底河在县内，自石河上游在县境。集水面积大于100平方

公里的三级支流4条：即分界，都门，新乐，船步河。上述河流上

游在信宜县流入县境的有罗镜河。集水面积243平方公里，其中分界

河86平方公里；新榕河上游集水面积12平方公里；围底河上游集水面

积184．5平方公里，罗定江主流(原太平河)上游集水面积331·5平

方公里I河流上游在信宜县的集水面积共771平方公里，在阳春县

的白石河上游集水面积20·3平方公里，河流上游经县境的集水面积

合计为791．3平方公里，占罗定江流域总面积的17·6％，占罗定县

总面积的33．7％。‘此外由罗定县境流往广西的有加益河，流域面积

85．6平方公里，流往信宜县的有金充水(贵子河)，流域面积41．4

平方公里。

罗定县地处北回归线以南，属南亚热带气候。气候温和，阳光

充足，罗城站多年平均气N22。c，多年平均年目照为1912小时，年I：1

照百分率43％。年太阳辐射量108．9千卡／平方公里。无霜期多年平均
8 38天，能适应一年三熟农作物生长。但年雨量很不稳定，多年平

均降雨量1426毫米，多年平均径流深765毫米，年地表径流量17．9,5

亿立方米，过境径流量7．62亿立方米。合计径流量为25．57亿立方

米。水能理论蕴藏量8．9万千瓦，可能开发量达6．27万千瓦，年发

电量2·33亿度。由于雨量集中在每年4～9月，占全年雨量78％，

易成洪水灾害，全县受洪水(主要山洪)威胁较严重的耕地有5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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墨

多亩，每年10月至次年8月雨量较少，．常出现春旱。因此，春旱夏

洪成为罗定县水旱灾害的一般规律，加上水土流失严重，据航测量

算统计，全县水土流失面积337．5平方公里，占全县面积14．4％o

出现彩山上不长草，黄泥往下倒’’’，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稳产高产

和生态平衡。。 ，

由于地理位置、地形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，加上建国前历代政

治经济的兴衰和施政重点的不同。水利建设不多，水利设施十分简

陋，因而成效甚微，致使罗定县成为历史上苦旱区，山洪灾害频

繁，水土流失严重o 1946年(民国三十五年)．天大旱，赤地千里，

全县早造只插下5万多亩，有30万亩农田插不下，80％以上的稻田

歉收或失收。全县外出逃荒达6万多人，饿死1．o万多入，甚至出现

人吃人的惨事，仅素龙区因饥饿而死有数可查的有3029人，巽令、

竹寨等7个自然村，几乎全部人逃亡，，广大劳动人民，家破入亡，

流离失所，悲惨难言，但洪水灾害也很频繁，1900年(光绪廿六

年)，1907年(光绪三十二年)，1914年(民国三年)均发生特大

洪水。其中1907年9月24日，连降暴雨，泷水陡涨三丈，屋宇倾圯

无算，根据查测洪水痕迹，罗城水位已达46．．94米，超过50年一遏

洪水口由于旱、，洪灾害，农业生产极不稳定，粮食产量很低，据

1949年统计，．全县水稻年平均亩产只有392斤。·人民生活贫困，百

业萧条，不少人被迫远走他乡谋生o ．

。 一

建国前已建有陂坝引水工程176宗，都是临时性的堆石陂或草木

陂；灌田4．27万亩。蓄水塘库59宗，灌田o．65万亩，木天车14-0架，

灌田O 06万亩，水井490眼-，大多数为食用水井，加入自然水灌溉，

有效灌溉面积仅有11万亩口大部份农田靠天雨灌溉，河流没有河

基，经常受洪水冲刷改道，淹没农田。人民既遭受干旱的折磨，又

易受洪水的袭击·由于旱，洪灾害频繁，故有矗十年九旱黟及侈大

暑



厩则灾"之说o ．

建国后，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进入了

新的发展时期，谱写了罗定县水利建设的新篇章，1950年舂，县政

府成立农林科管理水利业务和开始搞水利工作，是年冬兴建牛路径

水库。并恢复修建一些小型陂圳和塘坝工程。在1950年,----1952年期

间箸首先恢复和新建一批花钱少、收效快、工期短的小型水利工程，

特别是小型引水灌溉工程，先后兴建了太平磐石圳工程，索龙、华

石抽水机站和一批塘库工程，为迅速发展生产，改善人民生?五创造

良好开端。

1953年"-'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：贯彻中央、省挝出的

“大力发动群众性水利方针刀，开展一村一塘，一蛹一塘的群众性

水利运动。大搞塘坝工程，重点兴建一些骨干工程。兴建引水与蓄

水工程相结合的试验性工程；这一时期兴建第一宗中型引水引太工

程(1956年12月动工)，小型引水解放陂等lo宗，以及小(一)型

大石塘水库，红中坑水库2宗，小(二)型水库17宗，塘坝673宗

(其中1957年240宗)。新建天车60架等水利工程，其中建成了

金银河5宗小型水库联合灌溉水库群，解决了部分地区的农田

灌溉用水。使罗定的水利建设初具规模。同时，对水土流失治-哩作

出规戈j。玄诗趔她开展T作：‘pj章柱阪杨桥乡为水土保持重点示范

区，1956年完成治理面积40平方公里，，为开展水土保持工竹：起了示

范作用。

1958年～1965年，是水利建设大发展时期。贯彻执行“豉足干

劲，力争上游，多，快，好～省地建设社会主义"的总路线以及

“调整，巩固、充实，．提高秒八字方针，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提
出s “小型为主，中型为辅，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

水利建设方针糟。进行了对河流按流域全面的?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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